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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从浙江大学机械系毕业后，我进入江
西省外贸厅，从事全省仪器、实验设备的
引进工作。因为同为江西余干县黄金埠中
学的校友，更因为直接参与南昌大学发光
材料与器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实验设备
的引进，我认识了做半导体照明技术研究
的江风益教授，成就了江西学术成果产业
化史上的一段佳话。

2000 年，我们和南昌大学联合成立了
江西省昌大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在江风益
教授的领导下着力于LED技术的产业化研
究。2004年，硅衬底LED技术获得突破，困
扰众多研究者的在硅衬底上生长LED发光
材料的多项世界难题被成功攻克。世界上
第一批有实用水平的硅衬底LED芯片诞生

了，被应用在LED全彩显示屏上。
硅 衬 底 LED 材 料 与 器 件 技 术 的 诞

生，改写了国际半导体照明的格局。国家
863 专家组评价道：“它打破了目前日本
日亚公司垄断蓝宝石衬底和美国 Cree 公
司垄断碳化硅衬底半导体照明技术的局
面，形成了蓝宝石、碳化硅、硅衬底半导
体照明技术方案三足鼎立的局面。”这意
味着，世界上有了第三条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氮化镓及 LED技术路线。

技术的突破让大家欣喜若狂，然而喜
悦之后，我想得最多的是如何让这项技术
走出实验室，实现产业化。为此，我开始为
实现这项技术的产业化梦想而奔波行走。

资金，是需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北
上、南下，银行、投资机构，国企、民
企，国内凡是当时认为可能拿到钱的地
方，我都跑遍了。可投资人一考虑到还是
实验室技术的巨大风险，往往临阵退却
了。经历了一连串失败后，我们全面调整
了融资思维，开始面向针对新兴产业并富
有冒险精神的国际风投机构寻求合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国际知名

的金沙江风投的合伙人潘晓峰。当时潘晓
峰开始关注 LED 产业，正在寻找适合投
资的企业。我立即掏出了自己的 LED 方
案，独特的 LED 技术让这位投资人眼前
一亮。2005 年底，金沙江开始组织专家
和风险投资商考察硅衬底 LED 技术。由
于条件有限，为了方便风投考察，我自己
开车接送，一年内跑了 6 万多公里，平均
一天跑 200多公里。最终，金沙江被还处
于实验的硅衬底 LED 技术的前景和创业
人的执著所折服，终于在 2006 年投入了
1000 万美元。这笔由风投机构投入的第
一笔“巨款”，加快了硅衬底 LED 技术的
成熟与发展。

从 2001 年到 2006 年，经过 5 年的执
著跟踪，我们的技术团队成立了晶能光
电，而随着技术攻关的重大突破，硅衬底
LED 产业化条件已成熟。2007 年，金沙
江、淡马锡等全球多家著名风投机构又共
同投资 4000 万美元，开始产业化。2009
年，晶能光电小功率 LED 芯片于全球率
先量产和投放，迅速在数码显示领域占领
了优势地位。

2012 年，对于晶能光电来说，是划
时代的一年。经过 3 年的技术开发、生产
和测试，晶能光电再一次在全球率先宣布
硅衬底 LED 大功率芯片量产，同年量产
事件被全球半导体照明联盟评为“2012
年全球半导体照明年度新闻事件”，而硅
衬底 LED 大功率技术也被国家工信部评
为信息产业重大技术发明。

要做大做强硅衬底 LED 技术，就要
把它做成一个产业集群，这个产业集群必
须具有完整的知识产权布局，也必须具有
完整的产业链条。最终，我选择了市场前
景广阔且技术难度较大的大功率 LED 户
外照明产品作为切入点，创办了江西省晶
和照明有限公司，实现了硅衬底 LED 产
业上游与下游的成功对接。

至此，以硅衬底 LED 技术为杠杆，
我们成功打造了一条覆盖 LED 产业上游-
中游-下游的硅衬底 LED 产业链，并初步
形成规模。下一步，我要做的是形成产业
集群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到硅衬
底 LED 产业的阵营中来，共同实现 LED
行业的中国梦。

中国芯 中国梦
王 敏口述 赖永峰整理

3 年前，玉树地震、同胞受灾，安宁的
小城，满目断壁残垣。

3 年后，援建落幕、百姓安居，无数援
建人，重铸了玉树的新生。

施工现场满身尘土，却散发着劳动之
光；一年四季、两套工作服，却透着工人之
美。

在这支队伍中，有这样两位工人，他们
来自中国电建集团玉树重建现场指挥部的
第一工区。男的叫康明，女的叫张玉娟。
他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夫妻颉颃；他们共
同进退，携手为灾区重建家园。玉树不仅
让这对“模范夫妻”加深了感情，更让他们
经历了无数严峻的考验。

在一起

两个人只要能在一
起，再苦也心甘

夫妻俩自打坐同桌开始，就感情深厚、
形影不离。从甘肃水利水电学院毕业后，
一起进入中国水电搞技术、做工程。分配
到水电四局后，他俩又先后在黄河万家寨、
长江三峡、黄河拉西瓦进行水利施工。

2010年 4月 14日，青海省玉树藏族自
治州玉树县发生 7.1 级地震。当时，已是
技术骨干的康明接到去玉树“建学校、盖民
房”的救灾任务，便积极报名援建。7 月 10
日，当康明登上百废待兴的玉树高原，面对
一片废墟和无助的灾民，他握紧双拳，决心
和援建大军一起重建家园。自此，便一头
扎进了抗震房屋的建设之中。

丈夫到达玉树的第九天，张玉娟就请
缨调岗，从黄河畔赶到了丈夫身边。

“其实也没想太多，就是希望我俩好好
在一块。”问起追随丈夫的奔波辛苦，张玉
娟 几 乎 脱 口 而 出 。“ 其 实 当 初 面 对 玉 树
4200 米的海拔和艰苦的条件，不少同事都
害怕援建任务落到自己头上，但我和康明
从毕业就没分开过，他到哪我就到哪，而且
康明的身体不好，我必须过来照顾他。”

为了支持丈夫，妻子决定放弃老本行
改做经营，“还是因为家庭的考虑，毕竟改
做经营，能让我俩分配在同一个项目上
嘛。”张玉娟说完有点不好意思。

“但刚到玉树，比新工作更难适应的是
高原反应。好几次缺氧，我的脑袋都疼得
像要爆炸一样。”妻子话音刚落，康明就在
一旁补充起来，“这儿不仅缺氧，夏天紫外
线还强呢。工地上的人，脸都会被晒得像
裂开的土豆一样，皮会一层层地掉，摘了墨
镜和头盔，脑门儿和眼圈附近会留下一圈
白印。”康明半开玩笑地边说边在脸上比划
着，“这地方刚来的时候还行，到了第二年
会感冒，第三年就经常感冒，如今不打针输

液都扛不住了。唉，我真是一年不如一年
了⋯⋯”

记者在玉树采访的几天也深有体会：
头疼缺氧、胸闷气短，几日经历况且如此，
常年驻守的工人们更是不易。

“看来玉树的确折磨人啊，瞧你现在晒
得这么黑，以后别说是我同学，你可比我老
多了。”前些时，同学的一句玩笑，成了夫妻
间打趣的话柄，“来玉树前，我的皮肤还挺
好、挺白的，但现在康明都笑话我，说这几
年我变得比退休的人都老了。”

虽然是玩笑话，但看得出妻子并不后
悔追随丈夫上高原。对她来说，除了援建
的光荣和责任，两个人只要能在一起，再苦
也心甘。

有默契

看着一幢幢藏式新
居拔地而起，夫妻俩觉
得很值

“我俩的工作算是量价结合吧，康明搞
技术、施工、方案、验收，我做的是工程预算
和报价，正好他能给我提供数据和方案。”
张玉娟讲解着两口子工作上的联系。

“那会儿初来乍到，对藏式建筑风格一
点儿也不懂，什么帮安、干戈、格桑、东
玛⋯⋯听都没听过。到这来都是边学边干

的。”两口子平时一有空就钻研，藏式建筑
的门道着实让两口子摸索了一阵。

谈起工作心得，两人分别翻出了日记。
默契的是，3 年来都各记了 8 个大本，加起
来足有 2 尺高。而康明不仅仅记录自己的
工作，有一次，他还把妻子工作中的问题写
进了自己的日记。“是啊是啊，有时候他还
在那本上给我提意见呢。”张玉娟笑着说。

如果要问工地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康明会不假思索地告诉你，“跟业主打交道
最难。”

因为建房之前就已确定了住户，因此
虽然盖了几百个民房，实际面对的却是上
千个业主。

“出于尊重藏式的习俗，这儿的房屋并
不进行统一规划，在面积固定的条件下，户
型根据每个业主的意见单独设计，所以施
工中每个业主都有自己的想法，特别难
办。”康明对此颇感棘手。

对此，康明不禁感慨，“以前干水利
工程只要懂专业就行，现在盖房子还要会
跟人沟通。”而张玉娟对老公的苦恼也深
有感触，“我们不懂藏语，很多时候解释
不清的，还得想尽各种办法协调，真是头
都大了。”

好在有付出就有回报，在不断的沟通
协调中，下西同镇的民房一幢幢拔地而
起，老乡们也可以住进坚固的民房了。

“房子建的还真是好！”管委会的白玛
对这些民房赞不绝口。供电所的仁青才人
在一次闲谈中也告诉夫妻俩，“刚才去山坡

上架电线，俯瞰玉树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
咱这房子建的可真漂亮啊。”还有位更热情
的老乡，一定要送只藏獒表示感谢，康明赶
忙婉拒了。

除了民房以外，康巴风情街、红卫滨水
休闲区、第三完全小学、第二民族中学等康
明夫妻主管的项目，都为当地的教育、商业
提供了高品质的房屋。看到这些，夫妻俩
觉得很值得。

盼团圆

虽 然 工 作 繁 忙 辛
苦，小两口偶尔也会擦
出感动的瞬间

来到康明 12 平方米的工区住处，与其
说是家，不如说是办公室。“我们的生活和
工作基本是混在一块的，因为随时都有工
作，所以把住处和办公搁在一起也方便。”
康明说。

由于手上同时负责多个项目，每个项
目都要布置工作和总结汇报，另外还要现
场盯施工，因而加班到深夜、凌晨都是家常
便饭。虽然工作繁忙辛苦，无暇顾及生活，
但这小两口偶尔也会擦出感动的瞬间。

“我平时爱吃水果，有一次无意念叨了
两句想吃水果，结果当天回来就发现桌上
摆满了苹果和梨，一下子就觉得特别幸
福。”说起这段经历，张玉娟一直很感动。

而康明的幸福则更加简单，“我不是经
常在工地吗，老婆每天都会往工地上打‘查
岗’电话，每天一问‘你啥时候回来？’就这
一句，听了我就很满足了。”

但谈起遗憾，康明沉默了一下，“没法
照顾女儿，是我俩面临的最大问题。”说起
留在老家甘肃的女儿康舒月，夫妻俩满心
愧疚。

“去年暑假，孩子来玉树住了 10 多天，
我们工作太忙也没陪她玩，她临走时说，再
也不想来这了。”张玉娟只能苦笑。

“孩子 13 岁了，有自己的心事和想法，
需要和她多交流。虽然现在援建结束了，
但清算工作还有很多资料要整理，我还得
在这留些日子。”张玉娟无奈地说。

一次，女儿在电话里对妈妈说，“这几
天我特别不开心，我也不愿意和姥姥姥爷
说，实在闷得无聊了，我就一个人去大街上
转悠，一直转到很晚，就是不想回家。”

一想起那次通话，张玉娟的心就揪在
了一起，“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去陪孩
子，12月初一定回去！”

如今，玉树援建工程圆满落幕了。
希望这对援建夫妻早日完成善后工作，
好好回家睡个踏实觉，看看老人，陪陪
孩子。

援建高原的“模范夫妻”
□ 李 景

援建高原的“模范夫妻”
□ 李 景

随着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加快，海
上航线日渐繁忙，各类险情也有增多的趋
势。作为一名海上救助人，我深知身上承担
着国家海上生命、财产救助和维护海洋环境
免受污染的责任。

在近 20 年的工作经历中，我救助了数
以千计的海上遇险人员，挽救了数以亿计的
国家资产，避免了多次海上难船泄漏污染海
洋事故。

那是 2010 年 8 月 10 日 18 时许，“浙洞
渔 429”轮在温岭石塘南面约 3 海里处因船
体大量进水下沉，船上 9 人全部落水，生
死未卜，急需救援。当日 19 时 20 分，我
所在的“东海救 112”轮接到命令后立即
备车起锚，火速赶往现场搜救。由于夜间
视线差、渔网多，搜救工作存在困难，经
对搜救现场情况评估后，我果断地协调现
场其他救助力量采取扩展搜寻，次日凌晨
0 时 18 分，我驾驶着救助船首先发现 2 名
遇险人员并迅速救起，0 时 27 分又紧急救
起 2 名遇险人员。随后，另外 5 人也相继被
其他过路船救起。

仅仅时隔 20 多天，在 2010 年 8 月 31
日 17 时 42 分，我所在的“东海救 112”轮
又一次接到救助指令：受台风影响，浙江
温州南麂岛客运班轮停航，滞留南麂岛的
246 名旅客中出现了 3 名病危游客，亟须转
运到岸上医院救治。接到指令后，我带领
着团队，顶着 9 至 10 级大风，连夜前往南
麂岛，经过 9 个小时努力，于次日凌晨 2 时
许将包括 3 名病危游客在内的 22 名游客安
全 地 转 移 到 洞 头 ， 并 送 交 当 地 120 妥 善
救治。

作为一名救助船长，多年以来，我经受
住了无数次生与死、血与火的考验，我也愿
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慧全部奉献给祖国的海
上救助事业。每次险情之后，回想起来，也
难免后怕。然而，历经海上风浪，我心中的
使命感反而更加庄严。

2010 年 10 月 17 日 17 时，浙江大陈岛以
南 20 海里处“浙岭渔 5279”发生火灾，火势
凶猛，熊熊大火随时可能吞没船上 10 名渔民
的生命。险情就是命令，为赢得宝贵的救援
时间，我指挥边备车边起锚，途中安排船上各
部门有条不紊地准备消防器材。当听说该渔
船上有 6 名渔民已在惊慌中跳下海时，我立
即通过电话安慰惊慌失措中的渔船老大，要
求他稳定人心，不要盲目跳海求生，并指导其
进行自救。18 时 40 分，“东海救 112”抵达现
场，为保障遇险船员的生命安全，我果断命
令：施放高速救助艇靠近失火船船头，通过用
绳索滑降的方式将 4 名惊恐之中的渔民顺利
救下。人救上来后，我立即操纵“东海救
112”轮接近失火渔船，使用消防炮对失火渔
船实施灭火。经过 5 个多小时的灭火，渔船
上的火势成功扑灭。

还记得在 2011 年 6 月 25 日至 28 日的 3
天中，台风“米雷”袭击我国浙江沿海海域，我
率领“东海救 116”轮船员，在台风正面袭击
中，克服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连续执行 3 起
救助任务，成功帮助 28 名遇险船员脱离险
境。其中成功救助“浙普工 51”桩 11 名施工
人员的事迹，还得到浙江舟山市政府嘉奖。

危急时刻，施救命令的畅通极为关键。
可在救援外籍船员时，由于语言不通，随机应
变就更为重要。2011 年 11 月 30 日，强寒潮
影响东海海区，当天 18 时许，正在上海洋山
港北航道东侧抛锚待泊的空载集装箱外轮

“JADE”因走锚搁浅触礁，机舱大量进水，船
上 12 名外籍船员生命岌岌可危。抵达现场
后，我发现现场风大浪高且礁石林立，救助船
无法靠近，在与难船船长协商救助方案时，由
于现场自然条件恶劣，难船船长对我的施救
建议不太配合。凭着多年的救助经验，我意
识到难船随时会发生侧翻沉没的危险，于是
就用各种渠道耐心地说服难船船长做弃船准
备。当天半夜零时 30 分，难船在风浪中左右
摇摆剧烈，发生失电，难船船员意识到危险的
临近，在惊慌中登上了救生筏逃生。为确保
筏上遇险船员的安全，我又果断地下令释放
救助艇将救生筏拖离浅水区域后，操纵船舶
靠上遇险船员所在的救生筏，成功救起 12 名
遇险外籍船员，并操纵船舶做好下风安全实
施收放救助艇。这开创了大风浪浅水区域救
助的一个成功案例。

类似这样的救助故事，几乎每天都在发
生，我和战友们把海上救助工作视为至高无
上的使命。我们无数次成功救助的动力，源
自于我们对救助事业的理解和热爱。多年以
来，我也始终践行“把心放在船上和把船放在
心上”的理念。我常说，我们是代表政府履行
职责，我们的行为体现党和政府“以人为本”
的执政理念，体现党和政府对海上遇险者的
人文关怀。

当前，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又进入到
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需要强有力的硬件支
持，还需要强有力的软环境支撑。维护海上
运输安全，是我们海上救助人的责任。

把心放在船上
把船放在心上

徐卫国口述 李治国整理

作为一名救助船长，
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和智
慧全部奉献给祖国的海上
救助事业

下一步，我要做的是形

成产业集群效应，让越来越

多的企业加入到硅衬底LED

产业的阵营中来


